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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山溪（中国画） 郭石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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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咆哮的黄河，一出龙门，澎湃

向前，被秦岭山脉阻拦，转而向东，浩浩

荡荡，穿中原，过齐鲁，驰骋千里，汇入

渤海。

84 年前，八路军三大主力于陕西三

原誓师，从韩城县芝川镇渡口登船，东

渡黄河，在河东庙前渡口上岸，北上太

行创建革命根据地。

后 来 ，著 名 诗 人 阮 章 竞 重 走 东 渡

路，写下长诗《秋风楼渡口》，感慨“当年

万马鸣秋风，今天我上秋风楼”，缅怀东

征将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热血洒沙

场，忠骨埋青山……

2021 年 3 月，笔者循着当年八路军

东渡足迹，寻访渡口及附近沿岸村庄的

乡亲们，聆听他们讲述这里曾经发生的

事情，回望“当年万马鸣秋风”的情形，

思绪仿佛回到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悍然

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

侵华战争,中国则展开了全民族抗战。

1937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中

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随即红

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

赴抗日前线。

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周恩来、彭德

怀等前往太原，与阎锡山谈判我军开往

华北前线抗日作战事宜。同时，我八路

军部队派出先遣人员先期过河，向群众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为确保部队顺

利渡河，还特别强调，一要保证船工的

安全，二要听从船工的指挥，三要每天

发给每个船工 5 斤粮食，让船工吃好、休

息好。

2010 年 4 月 22 日 ，我 在 上 海 拜 访

原 福 州 军 区 空 军 司 令 员 杨 思 禄 将 军 。

当 年 他 曾 任 第 115 师 第 343 旅 警 卫 连

排长，旅长是一代名将陈光（刚改编时

只设旅长、副旅长、参谋长，没有设政

委，萧华任第 115 师政治部副主任，参

加 平 型 关 战 斗 ，后 任 第 343 旅 政 委）。

第 343 旅作为先遣部队，从陕西韩城渡

过黄河，在荣河县庙前渡口上岸，行军

至 侯 马 火 车 站 上 车 ，日 夜 兼 程 到 原 平

下车，再步行到达平型关以西的大营，

随即，我八路军第 115 师取得平型关大

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杨思

禄 将 军 得 知 我 是 万 荣 县 荣 河 人 ，伸 出

拇指说：“有了东渡，才有北上，才有平

型关大捷、奇袭阳明堡、浴血雁门关，

才有抗战的全新局面。你的家乡为抗

战立了功。”

3 月 27 日，我在黄河岸边的刘村见

到抗战烈士薛维奇的儿子薛来源，他今

年 83 岁了。1939 年，薛维奇受党组织

派遣，任荣河县牺盟会锄奸团团长，在

参加围剿地方反动武装蔡庆山部和对

日 斗 争 中 ，有 勇 有 谋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一次，在距荣河县城十余里的光华

执行任务，与日寇狭路相逢，他不畏强

敌，英勇战斗，为掩护战友光荣牺牲，年

仅 23 岁。薛来源说，当年父亲奉命到庙

前渡口迎接八路军先遣部队，将部队接

到刘村。八路军指战员士气高昂，阵容

严整。来到村里后，立即帮老乡挑水扫

院，见到老乡说话和气。他们规定生小

孩的人家不能住，有年轻妇女的人家不

能住，借东西要还。当时部队借了一位

大娘的一把勺子，特意在门外的墙上画

了 一 把 勺 子 ，以 作 记 录 。 待 部 队 离 开

时，将勺子还给主人，才将墙上画的勺

子擦掉。

薛来源还告诉我，八路军的部队离

开刘村时，带队的指挥员送给他父亲一

把军刀。父亲带着这把军刀发动群众，

与日寇进行斗争。父亲牺牲后，母亲含

泪将这把刀藏了起来。这把刀被他家

视为传家宝，珍藏了 72 年。

4 月 10 日下午，我和家乡一群志愿

者赴河津市拜访 95 岁的离休干部牛青

彦。牛青彦是荣河镇金井村人，1949 年

6 月入伍，跟部队南下，后来转业到成都

市新都配件厂，1980 年离休后回到家乡

金井村。因年高多病，近年跟随儿子住

在河津市。牛老说，1937 年秋，他亲眼

看到东渡黄河的八路军部队千余人从

黄河对岸芝川镇渡河，在庙前渡口一带

上岸，来到宝鼎老城南门外（后来叫金

井村），四位指挥员分别住在潘家玺、潘

家荣、潘温侯、潘良亭等四个人家里。

那时他在宝鼎小学读书，他和其他同学

到城外目睹八路军部队的风采。八路

军纪律严明，离开时把街道打扫得干干

净净。

1937 年 9 月 16 日早晨，部队开始渡

河。这一天，久雨初霁，风和日丽。朱

德等将领一起登上一艘由两只木船拼

在 一 起 的 渡 船 ，从 韩 城 芝 川 镇 东 渡 黄

河。一个半小时后，到达黄河东岸。部

队夜宿金井村，朱德总司令就住在潘家

玺家的东房。

3 月 27 日，我见到潘家玺的儿子潘

安元。他告诉我，听父亲说，朱德总司

令平易近人，还在院中与部属下棋。官

兵们见了年龄大的叫“大爷”“大娘”。

借用谁家的房子，当面给房主钱，所用

的家具、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

4 月 5 日，我慕名拜访荣河村 98 岁

的老人潘明德，他当时是学生，亲眼看

到从城外通过的八路军部队。他们身

穿灰布衣，脚穿布鞋，背着枪，行军的队

伍整齐。他说，那天，有街上的商人、老

百姓、学生。路比较窄，人们听说朱德

要 过 来 ，都 想 去 看 看 。 但 部 队 都 过 去

了，也没有见到朱德。后来才知道，走

在队伍前面的那位长者就是朱德。

这天，我第二次拜访荣河村 99 岁的

老人柴养元。第一次见到他是 2017 年

8 月 22 日 。 他 对 当 时 的 情 形 记 忆 犹

新。荣河小学组织学生列队欢迎八路

军。韩城的芝川至庙前是一个大渡口，

从 河 津 至 荣 河 的 邱 家 村 沿 岸 都 有 船

只。有一支小部队在此先行渡河，他们

挑着锅碗、灶具，为大部队随后到达做

准备。那天，一支宣传队进村，立即拿

着松墨桶、刷子，在他家门口对面的墙

上刷写抗日标语。

3 月 29 日，我在荣河镇周王村采访

谢纪成，他今年 79 岁了。他的祖父谢竣

早年考入山西太原优级师范学校，曾创

办蒲坂中学，任校长，桃李满天下。他

的学生中有李雪峰、姬鹏飞等后来的风

云人物。

1937 年 9 月的一天，贺龙率第 120

师东渡黄河，于庙前渡口登岸，攀上晓

月坡头，傍晚驻扎周王村。贺龙住在村

长张嗣谦家的后院。当晚，县政府派人

赶到周王村会见贺龙，谢竣作为社会贤

达参与会见。翌日，在自卫队驻地的村

东头搭起临时舞台，谢竣代表县政府致

欢迎词，向贺龙送去他书写的“精诚团

结”四个大字。贺龙了解到荣河县正处

于党组织建立阶段，人民武装自卫队刚

刚成立，荣河县第一任县委武装委员黄

狄秋被任命为总队长。自卫队枪支弹

药 不 足 ，队 员 思 想 不 稳 。 贺 龙 勉 励 大

家，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首先分

析形势说，当前抗战是敌强我弱，我们

必须学会打持久战和游击战。他剖析

“亡国论”“速胜论”两种论调，指出它于

国于民没有一点好处，万万要不得。谈

到自卫队的困难，他说，人多枪少是个

不利因素，但也有好处，比如转移就比

较方便，打了胜仗也有人背枪，护送伤

员，也有掩护。贺龙富有哲理、饶有风

趣的一席话说得队员们茅塞顿开，信心

倍增。

部队离开周王村时，贺龙叮嘱勤务

员到炊事员处拿了一个淘米的大篦勺，

赠送给谢竣以表谢意。这个大篦勺被

全巷道的人借用达 50 余年，全村人都知

道这是“贺龙送的大篦勺”。

贺 龙 率 第 120 师 驻 扎 周 王 村 的 情

形，在开国中将王恩茂的夫人骆岚送给

我的《王恩茂日记》中有记录。王恩茂

在战争年代坚持记日记，留下许多十分

珍贵的史料。他在 1937 年 9 月 11 日的

日记中写道：“行军，由芝川镇到周王村

（40 里）。上午 6 时从芝川镇南门出城，

到达黄河岸边集合，7 时登船，在船上休

息了一个多钟头，始开船。坐在船上约

4 小时，顺利到达河东登岸。河边有一

里多烂泥路，插足七八寸，不好行走。

到达山西荣河县境，经过宝鼎（原荣河

老城）、仓里村、上朝村，进到周王村宿

营，离荣河新城八里。今日的特点：一

是顺利地渡过了黄河，过去一方面军、

四方面军都渡过了黄河，但是都是经过

了血战渡过去的，而这次渡黄河是很和

平 地 渡 过 去 ，这 是 民 族 统 一 战 线 的 胜

利。二是离开了陕西进入了山西，也就

是由西北进入华北。我们为了北上抗

日，进入西北已两年多了，现在离开了

西北东进抗日，将开展全国全民族胜利

的抗战。”

王恩茂这篇不足 300 字的日记，将

八路军东渡黄河的特点及意义，表述得

十分清晰。

1937 年 9 月下旬，刘伯承师长率领

第 129 师渡河后，前行至周王村外大路

旁，宿营休息。

4 月 11 日下午，我随荣河村一群老

党员来到周王村。周王村的谢纪成带

我们到村的西边，重走当年第 129 师从

庙前渡口上来的小道，实地察看当年部

队休息的地方。

谢纪成说，贺龙率部上岸的时候，

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周王村发表抗日

演说。刘伯承率部来的时候，没有公开

身份，部队从庙前进至周王村西北关门

外。此处有一个大的土堆，形状似牛，

乡亲们称那个地方叫土牛禾。刘伯承

的部队不扰民，就在土牛禾旁休息。得

知有部队到来，村长张嗣谦立即带人送

去开水、绿豆汤，并请部队进村休息。

刘伯承说，不进去了。部队开拔后，人

们才知道那个指挥员是刘伯承。

3 月 20 日，我在荣河村老党员樊晋

宝处得到一本《陈赓日记》，此书 1982 年

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书中详细记录了当

年陈赓率部在荣河上岸的时间、地点，以

及上岸后开赴抗日前线的路线等。

1937 年 10 月 8 日 拂 晓 ，八 路 军 第

386 旅陈赓旅长率部上岸后步行 16 里

赶到庙前。在前往荣河县城的路上，他

突然停下脚步，在路旁的麦田里察看。

原来，部队行军急促，踩踏了沿途麦田。

为此，陈赓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严

肃地对大家说：我们的军队来自人民，为

了人民。保护群众的利益，是我军的宗

旨。人民群众的拥戴，是我们战胜敌人

的根本保证。要想取胜于敌，首先要取

信于民。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我们

要时刻做人民利益的维护者。”

会后，全旅各团、营立即传达会议

精神，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检

查纠正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从荣河

赶至通化镇，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为

了 不 惊 动 老 乡 ，指 战 员 睡 在 街 口 巷 道

上，第二天清早还把巷道打扫得干干净

净。当地群众为之感动，抬着猪肉，挑

着红枣，纷纷走上街头，慰劳部队。

对此，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晨雾。五时三十分出发，经荣河镇，通

化镇到孝原宿营……沿途麦田践踏不

堪，察其足迹多系骑兵，今晚令各团、营

严格纠正此事。”

八 路 军 从 庙 前 渡 口 上 岸 北 上 ，在

万 荣 大 地 上 播 下 了 抗 日 的 火 种 ，大 批

热血青年纷纷跟随部队参军抗日。据

万 荣 县 党 史 资 料 记 载 ，仅 贺 龙 率 领 的

第 120 师离开万荣境内时就有近千人

踊 跃 参 军 。 1937 年 8 月 31 日 ，时 任 荣

河 县 牺 盟 会 特 派 员 董 洁 天 赋 诗 一 首 ，

记 录 下 当 时 的 情 形 ：“ 东 渡 红 军 过 荣

河 ，抗 日 救 国 扩 牺 盟 。 工 农 商 学 党 领

导，战胜敌顽旗更红。”

4 月 8 日上午，万荣县老干部局组

织老干部重走八路军东渡黄河经过的

张仪古道。时值正午，太阳照在宽阔的

河面，曾经咆哮浑浊的黄河清澈平静。

站在庙前渡口向西眺望，芝川镇及闻名

中外的司马迁祠依稀可见，河面上有许

多鸟儿盘旋，附近岸边的村民或垂钓散

步，或游览誉满华夏的神祇后土祠。此

情此景，令我浮想联翩。同行的一位领

导要我给大家讲讲八路军东渡黄河的

历史。我满怀深情介绍了连日来采访

的所思所想。我说，我们脚下的庙前渡

口，84 年前八路军东渡黄河，从这里上

岸，开赴抗日前线。我们把这段历史留

住，让更多的人了解八路军艰苦卓绝的

抗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

用实际行动纪念建党 100 周年。

当年万马鸣秋风
——寻访八路军东渡抗战故地散记

■卜金宝

上海最高的山在海上。

山为一座岛，岛谓一座山。山名曰

大金山岛，远浮在杭州湾外的东海。

霭霭的阳光里，我乘船来到岛上。

岛上人稀，猴多，脚刚踏实岛上的林荫

道，前方的树梢便“哗啦啦”地动了，愕

然间，一群猕猴攀树而至，眼神熠熠。

我们想近前瞅看，猴群中一声长啸，似

片片树叶遁入林间，踪影霎时不见了。

岛上树多，多得让人难以抛开路径

信步而走。直立的、分蘖的、歪躺的、虬

曲的，一棵棵、一丛丛地挡在道旁，压在

头顶，让你路旁去不得，脖颈伸不得，脚

步疾不得，视线远不得。

豆 梨 、白 檀 、枸 骨 、牡 荆 、薜 荔 、红

楠、海桐、乌桕、丝棉木、南蛇藤、天竺

桂、野生香樟、舟山新木姜子……

同 行 的 友 人 识 树 ，说 着 一 棵 棵 树

名。树木粗大，老成怡然，远比我们这

些 访 者 年 长 。 它 们 几 百 、甚 至 上 千 岁

了，抿嘴不言，把日转月移的时光藏在

苔 藓 纷 披 的 身 上 ，收 在 粗 粝 沉 静 的 枝

上，涵在婆娑轻盈的叶上。

道旁崖壁上横斜出一棵朴树，壮似

野象，扭曲如蟒，树干铜锈般褐黝，铁铸

似朗硬，周身的筋络俯仰起一个个陈年

却 生 动 的 瘿 结 ，蕴 积 出 岁 月 深 处 的 雄

奇。它古远高韵的身子何朝所萌，它突

如其来的样式何力所致？人，忖思不出。

树木是古老的，攀爬的藤也是古老

的。两根茶缸粗的褐色藤蔓麻花似地

扭结在一起拔地而出，伸向空中，半空

里 被 一 茎 略 显 细 微 的 藤 萝 穿 隙 而 过 。

它们当初最早的一系，实难想象是怎样

的。经年的腾挪里，它们又是如何伸扯

的？时光对山水树木的撮合，人，也难

猜度得出。

山林少花多果，树上、草上缀满了酡

红锦红的籽实，嫣红点点，一路旖旎，为

山林描涂上了绚丽的色彩。枝杈上、草

茎上，不时地有鸟儿啁啾，那时令的山

果，是它们等待了又一年的珍馐佳肴。

平旷处有坍圮的青砖屋址，树木掩

饰了屋的走向与多寡。屋基一角砖石

砌筑的一方灶膛里，斜斜生出一棵枝蔓

繁盛的野桐，述说着这多年前屋中的烟

火味。

屋随泉筑，泉引人掬。废弃的屋基

不远处，汩汩地响着眼山泉，草木遮蔽

了水的来，又掩饰住了水的去，只留下

从山的胸腔里哼出的浅浅低唱。

再行，茂林里露出一孔隧道样的洞

口，树藤垂织其上，挡住了好奇的目光，

难知其深，也不晓洞中模样。同伴说，

这 岛 上 20 世 纪 60 年 代 前 后 驻 扎 过 部

队，这隧洞也许是部队挖的坑道，那路

边的旧屋场，或许是原来的部队营房。

山道拐拐弯弯，引我们来到山顶。

山顶仄陡，建有高耸的白色小楼。那是

雷达站，亦为夜航的航标塔。

楼门紧闭，楼前的半圆形台阶可供

人驻足憩息。回身俯瞰，山的形状放大

为了岛的式样，似菱形的梭，又似昂首

的船，立足处，便为船的最高处。举目

顾盼，岛的两侧不远处各卧着座小岛，

似鲸，像龟，这便为脚下大金山岛伸臂

相挽的小金山岛和浮山岛。抬头远眺，

大海茫茫无际，远远的海面上只有点点

的几艘船影慢慢驶过。

天蓝蓝，海蓝蓝，云暖暖，风暖暖。

柔柔的阳光照下来，山林一片恬谧，偶

尔的几声鸣叫，衬出了山林静美、鸟鸣

悠长。

峰回路转，下山途中，我们看到了

岛的另一面。顺着海边的防波堤道行

走，在海山相接处，我又见到了一个隧

道式样的坑道口。这坑道会和先前看

到的岛那面的坑道相连吗？坑道由水

泥石块筑就，坑道口裸露，我冒胆走了

进去。坑道通直，道壁了无文字，十多

米深处一方石墙拦住了去路，遗憾中慢

慢退出。忽然，坑道口外石缝水泥粘结

处一行细微的字进了我的眼中。我俯

身细看，字迹刻写着“一九六二年十二

月十七日”，字下面刻画着一只站立着

的虎。看得出，字和画是在水泥涂抹后

半凝固状态时用坚硬的细铁棍刻下的。

“一九六二年”，是防御蒋介石集团

“反攻大陆”的备战时期。想象得出，这

东海里的近海岛屿该有着怎样的临战状

态。假若这坑道为原驻军所建，那刻写

人便应当是位军人了。这位军人他有着

怎样的相貌，刻写时他年龄几何？

我蹲在坑道口，眼系在字迹上，心

里升起缕缕的联想。“一九六二年”，这

也是我的出生年，十二生肖中的虎年。

现如今，我已老，那位刻写人想必也已

老矣。他故乡何处，今日他又在何方？

坑道口前长满了芙蓉菊和垂盆草，

开 满 了 香 香 碎 碎 的 狗 娃 花 和 野 菊 花 。

身 后 的 海 水 微 澜 不 惊 ，洒 满 澄 澈 的 阳

光。头顶上有几只海鸥低低飞过，送来

了它们好听的吟唱。

归途的船艇驶离岛岸。回首别离，

迎面的山坡上几丛树林轻轻摇曳，是海

上的清风拂到了岛上，还是那群迎接我

们的猕猴在向我们致意挥别？

大金山岛纪行
■杜文涛

春风在途，故乡在望。

2021 年清明假期，我回到了阔别已

久的故乡湖南常德。前些年每次回乡都

是行色匆匆，很少有时间在故乡的山山

水水间走走看看。这一次回来，时间很

是从容,得以饱览故乡美景。又是一年

春风暖，繁花锦绣沅澧岸。湘、资、沅、

澧，洞庭四水，有沅、澧两水横贯常德全

境，沅有芷兮澧有兰，屈子的吟唱让这片

大地诗意了千年。四月芳菲，春意正盛，

在城市与乡村间行走，所见所闻所感，我

不由得想起中国常德诗墙上面那一幅山

水画的主题，沅江水暖，澧水花繁，好一

派盛景江南！

同春是我清明回乡的第一站。生于

斯，长于斯，故去多年的父母长眠于此。

每年清明，只要有时间，我必得回到同

春，回到沅江岸边这座安静秀美的洞庭

水乡，以最传统的礼仪为父母扫墓。清

明节是中华民族隆重的祭祖大节，礼敬

祖先、慎终思远、缅怀祖德是华夏民族的

敦厚习俗，已传承千载，这不仅是怀念祖

先筚路蓝缕、创业持家之精神，也是延绵

华夏子孙家国情怀的纽带。归乡祭祖，

落叶归根，不忘故人，牢记祖训，传承了

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抒发着人们尊祖

敬宗、继志述事的道德情怀。传统节日

与传统文化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能

够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

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每一年的清明

节，我都会捧上一束鲜花，在父母墓前祭

拜，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感恩故乡、告慰父

母；同时，也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后

人，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故土先人，

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同春村过去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

的地方。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同春村和

中国大地上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兴起

了生态产业，修通了水泥路，装上了太

阳能路灯，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栽上了花

果 苗 木 ，桃 红 柳 绿 生 机 盎 然 。 行 走 其

间，不由人不心生自豪，摆脱了千年贫

困的乡土中国犹如一个生机勃发的青

春少年，正向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

奔跑向前！

乡村实现了美丽的蜕变。城市又

会是一番怎样的改变呢？此次回乡之

前 ，曾 经 几 次 在 新 闻 里 看 到 过 关 于 常

德的推介与报道，穿紫河的夜色美景，

桃花源、柳叶湖相继晋升为国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休 闲 度 假 区 ，蝉 联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 行 走 在 城 市 的 街 道 上 ，所

见 所 闻 则 更 加 令 人 振 奋 。 一 江 两 岸 ，

从江北城区到江南城区，横跨沅江的 4

座 大 桥 一 座 比 一 座 更 通 畅 更 漂 亮 ，还

有了城区中轴线上的过江隧道。乘车

从 隧 道 过 江 ，几 分 钟 就 到 了 江 南 城

区 。 放 眼 江 南 城 区 ，我 惊 异 于 眼 前 所

见 ，宽 阔 整 洁 的 街 道 、现 代 化 的 高 楼 、

车水马龙的街市、时尚大气的广场、鲜

花绿树掩映的街心花园里悠然自得的

人们……记忆中那个因为桥南大市场

而 拥 塞 不 堪 、常 德 人 口 中 惯 常 的“ 桥

南”犹如涅槃的凤凰，真正成为了可与

江北城区比肩的现代都市。一座高标

准 高 水 平 规 划 设 计 的 江 南 画 墙 ，也 再

一 次 刷 新 人 们 的 记 忆 ，和 江 北 的 中 国

常德诗墙两相辉映。

常德是革命老区，是一片红色的大

地，也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开拓创新

精 神 的 梦 想 之 地 。 盛 景 沅 澧 、绿 染 江

南。这样的江南，真好！

最
是
一
年
春
好
处

■
蔡
多
文


